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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权安排与会计信息呈报

一、企业产权安排对会计信息呈报的影响

企业产权安排对会计信息呈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信

息呈报主体尧信息质量及信息成本的影响上遥

员援简单业主制下袁企业会计信息呈报层次较少袁业主本人

往往兼经营与管理职能于一身袁 对企业价值运动的整个过程

一般了解较深遥业主在生产信息的同时也消费着信息袁而且即

使业主不是亲自生产信息袁 也会因其对剩余控制权的掌握而

获得信息消费的主动权遥 业主对其能从源头上或较低层次上

进行控制袁从而可减少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缺失遥简单业主制

下袁会计信息的外部需求方主要是政府袁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主要是基于对业主个人纳税或者价格管制方面的考虑遥 会计

信息的呈报关系可描述为院雇员寅业主寅政府遥呈报层次上的

简化降低了信息成本袁 同时对信息生产的适时控制也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信息对称性袁提高了信息质量遥

圆援业主权益的膨胀及资本扩张的本性袁规模扩大袁但同时

单个资本的限制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遥 为解决这一矛盾袁多

个资本所有者渊股东尧债权人冤事先通过协商达成协议袁将各

自的资本聚集于企业并索取相应的权利袁从而推动了合伙及

有限责任公司的产生和发展遥 在整个企业契约安排中袁股东

与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占据首位袁 会计信息主要是供股东尧债

权人使用遥

财务资本在企业中的特殊地位使其价值运动备受重视袁

但同时也由于其形式的复杂性袁使得仅依靠直接观测一些重

要的变量就来制定经济决策显得十分困难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

采用抽象概念概括经济事件袁为复杂分析提供信息袁从而降

低分析复杂性的财务报告便应运而生遥 资本所有者逐渐脱离

于公司经营袁代之以专门的经理人员进行战略经营和专业化

投资袁对企业价值运动过程进行反馈尧控制遥 同时袁经理人员

将其参与生产过程中的会计信息与资本所有者进行交流袁以

履行受托责任遥 这种信息呈报关系表现如下院

呈报层次的增加袁扩大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由于遗漏或机

会主义动机而导致的不对称性遥 这些不对称性表现在院信息

在由一般雇员向经理人员传递的过程中曰经理人员将信息向

外部呈报的过程中遥 在后一过程中存在两种力量院一方面袁经

理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袁利用对会计信息的控制权对其

加以粉饰袁从而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遥 另一方面袁企业资本所

有者数量的有限性使其容易达成协议并采取集体行动获得控

制权袁 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使其获得有效的会计

信息成为可能袁这又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遥 而且袁后一种力量

大多数情况下是超过前一种力量的遥

猿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袁企业组织形式随之变化袁公众公

司成为现代企业的典型遥会计信息需求范围扩大袁为利益相关

者提供野相关尧可靠尧公正尧可比冶的会计信息成为会计信息呈

报的首要目标遥 各产权主体由于其知识及理解能力上的局限

性袁对会计信息的解读辨识能力也受到限制袁因而需要有独立

的第三方对会计信息进行客观鉴证遥 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了这

种角色袁因而它也是会计信息的需求者遥

在公众公司中袁一方面袁会计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袁会计

信息呈报对谁受益谁受损的界定作用使各利益相关者都在尽

力追求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袁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会计信息

质量的提高遥另一方面袁会计信息的供给质量受信息使用者群

体影响力是否能与信息生产者相抗衡的制约袁 但企业的产权

安排决定了有些信息使用者是同时作为需求方与供给方存在

的袁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阻碍了信息的流通遥 而且袁资本所有

者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往往是不匹配的袁 其对会计信

息的监督缺乏动力袁因而供求的均衡难以达成遥

劳伦斯窑雷夫森认为袁企业各利益相关群体均有野选择性

不实财务披露冶的偏好袁并可从中获益遥首先袁不实财务披露可

以降低违约风险袁企业市场价值上升袁股东从中获益曰其次袁股

东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契约多与企业经营绩效挂钩曰再次袁中介

机构对于不实财务披露的青睐则是基于自身法律责任及与客

户和谐度考虑的遥

二、会计信息在企业产权界定中的作用

会计信息的实质是产权信息袁主要对产权进行反映袁反映

产权的增值及流动情况袁在产权收益实现的确认尧计量尧考核尧

披露及管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袁 为企业内外部产权变动

提供导向遥 经济单位现时收益及分配对未来的资源配置方向

具有很大的影响袁并决定着经济单位的市场形象袁也决定着它

的生存与发展遥

对各要素的会计处理反映了产权安排的现状及变动情

况遥 对于企业内部各要素袁需要根据客观环境做出适当调整袁

以最大限度地增加产出遥当前袁由股东单边治理公司的产权结

构受到挑战袁野资本强权冶受到威胁袁如人力资源会计尧环境会

计尧 社会责任会计等的出现就反映了这一趋势袁 而出资者财

务尧经营者财务尧财务经理财务等的提出则是公司多层次治理

结构的体现遥 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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